
附件 2：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孙启彪）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细胞生物学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学 分 2.5 学 时 48

开 课 专 业 生物制药 授课对象 大三本科生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基本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在我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中，把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生态学并列为生命科学的四大基

础学科，本课程是生物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教育课，目标是使学生了解细胞

的基本结构与功能，掌握细胞基本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及机制，了解细胞生物学

最新前沿动态，开拓可获得知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掌握细胞生物学的基本理论、

方法和技术，具备在细胞生物学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细胞生物学的研

究领域常与生命科学其他学科交错在一起，难分彼此，是本课程的特点，也是其

基础性的直接体现。因此，本课程不仅是其他学科入门的理论基础，也是培养学

生辩证科研思维、科学素养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关键。通过此课程的

学习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培育具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实干精神和实事求是、

反复验证的求真精神的时代新人。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

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

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

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

一开始就要扣好。因而，细胞生物学作为先导性基础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效、有

机地在课堂上融入，不仅能够为学生奠定理论知识基础，更重要是塑造培养好学

生的正确价值追求。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案例名称：持之以恒 科学探索 求真务实——细胞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二）教学目标

在我国生物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案例素质教学目标不

仅包含理学类的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实干精神和实事求是、反复验证的求真精



神，而且包含人文类的辨证思维、职业认同感、自我价值实现、社会责任感和伦

理道德等，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务真求实、追求真理作为科学研究的精神，始终

把守正创新、科研诚信作为基本学术道德操守，始终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应用造福

人类作为最终追求的价值观。

1.树立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实干精神：在理论教学中引导学生坚持兴趣引

导，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充满热情，以坚持不懈和不满的精神和态度才能实现

自己的价值。

2.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价值取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尊重客观事实、求真务实、严谨细致、乐于分享、甘于奉献等科学态度与精神，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和科学规

律与操守，不追名逐利，敢于斗争，敢于向权威质疑。

3.培养学生的开拓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学会生活和工作中中探索未知、追

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善于正确对待问题，特别是科研

工作出现的异常现象，寻找问题根源，激发新思考，取得新发现。

4.培养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理论学习中利用经典案例启发学

生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和行业，要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都能在现实或将来为社会创造价值。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本课程思政案例由三个小案例有机融入：

案例一：列文虎克与活细胞的首次观察到

要谈列文虎克，就不能不提到与他同时代的大名鼎鼎的罗伯特·胡克

（Robert Hooke，1635—1703 年）。1662 年，年轻的胡克担任了成立不久

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管理员，他用改良的显微镜来观察各种东西，发现软木在

显微镜下呈现出一个一个的腔室，类似于修道院的一个个居室，所以将其称为

“修道院单人小室”（cell）。这就是为我们熟知的“细胞”。

胡克使用的是复式显微镜，可将标本放大 30 多倍。他最初的发现于 1665

年——伦敦大瘟疫发生那年——被结集成《显微图谱》（Micrographia）一书，

这成为皇家学会第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而比胡克年长 3 岁的列文虎克，年

轻时是荷兰代尔夫特的一名布商。他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只会讲荷兰语，不

懂英语和拉丁语。列文虎克 1668 年访问伦敦，很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

到了胡克的《显微图谱》。或许是书中描绘的巨大的跳蚤插图触动了这位布商，

他开始对显微镜感兴趣，待返回荷兰，他就研制起透镜，开启了持续半个多世纪

的单式显微镜制造和观察生涯。



列文虎克制造的显微镜，结构极其简单。一个极小的玻璃珠作为单透镜安装

在黄铜板上的小孔中，标本放置在镜头前突出的尖点上，转动两个螺丝，就可调

整位置和焦距。眼睛靠近透镜，就能观察到放大的标本。列文虎克的显微镜，最

多可将标本放大至 275 倍，这也使得胡克一生都对列文虎克如何制作出这种透

镜感到好奇和疑惑。

进入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世界

通过朋友介绍，列文虎克从 1673 年开始给英国皇家学会写信，他的发现也

逐渐公诸于世。直到 1823 年去世，列文虎克一直与英国皇家学会及其成员保持

着密切通信，现在有约 200 多封信仍然保存在英国皇家学会。透过这些书信，

我们可以看到列文虎克对他进入的新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记录。

其中，1676 年 10 月 9 日的一封信，留下了当年春天列文虎克连续观察了 4

天雨水后写下的一段话：“我判断，即使把一百个这些小动物撑开摆在一起，也

不会超过一颗粗沙子的长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百万个这些活物也不够一颗

粗沙粒的体积。”这段文字中的“小动物”，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细菌，这也是

人类首次发现细菌。

在 1683 年的另一封信里，他写道：“在我的门牙和臼齿之间有一些东西嵌

在里面，或者生长在那里……极为诧异的是，我总会看到在这些物质中有许多非

常小的活着的微生物，动得非常可爱。看来世界充满了生命，数量比以前想象的

要多得多。水滴里存在活物，人的牙缝里寄存的小颗粒也存在活物！”

他还对两位从未清洁过牙齿的老人做了重复观察，在取出的样本上发现了

“一群令人难以置信的活体动物，它们游泳的速度比我迄今为止见过的任何动物

都要灵活。”

随着一个又一个石破天惊的新发现——包括精子、血细胞的首次观察——

从代尔夫特传到伦敦，列文虎克在显微镜制作和观察上的才华开始被欧洲认可，

他在 1680 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正式会员，他位于代尔夫特的家也成为名流

贵胄，包括俄罗斯彼得大帝、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等的

“打卡地”。

居世界领先地位长达 150 年

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消色差显微镜镜头出现，列文虎克的镜头才被超越，也

就是说，他的显微镜性能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长达 150 年。

案例二：从“世纪大发现”到“载入科学史的丑闻”：STAP 细胞事件真相

2014 年 1 月 28 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年仅 30 岁的研究小组

组长小保方晴子带领的课题组宣布成功制作出一种全新“万能细胞”STAP 细胞。

其意义超越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教授发现的 iPs 细胞。



小保方晴子声称：与 iPS 细胞等技术不同，这项创新技术的亮点是，仅仅通过改

变外部环境，给予细胞刺激，就能使细胞发生变化。她认为，这项技术应该能在

再生医疗和免疫研究等领域作出贡献。

小保方在英国《自然》杂志同期发表两篇 STAP 细胞论文，共同作者包括著

名发育生物学家笹井芳树、克隆技术专家若山照彦、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瓦坎

蒂等。新发现给再生医疗的未来带来无限新可能，小保方晴子一夜之间成为日本

科学界炙手可热的明星。

年轻的女性科学家，身穿烹饪服做实验——小保方的身上满是媒体所喜爱

的标签，引发了一场“小保方热”。然而，发布会后仅两周，网络上出现了对

STAP 细胞论文的各种议论，论文中的多个图像被指涉嫌科研不端，约 20 行内

容被指抄袭。

《自然》杂志和理研相继启动调查。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小保方晴子在 STAP 细胞论文中有篡改、捏造的不正

当行为。之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正式宣布，这种所谓的“STAP”细胞是复制

不出来的，给这项饱受争议的研究画上了句号。小保方晴子一夜之间从科研明星

的神坛跌落，一直力挺 STAP 的小保方导师、被认为有望获诺贝尔奖的干细胞界

顶尖专家笹井芳树更是不堪压力选择自杀。

案例三：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

的基因编辑婴儿于 11 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CCR5）

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 HIV。这一消息迅速激起轩然大

波，震动了世界。

思政元素融入的具体操作：

案例名称 持之以恒 科学探索 求真务实——细胞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 掌握基本理论与知识 ：细胞生物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及其地位。

2. 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理论 ：①细胞学说创立；②经典细胞生物学、

实验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的理论突破；③细胞的基本特点、

类型及差异。

素质目标

3. 树立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实干精神

4. 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价值取向

5. 培养学生积极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

6. 培养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教

学

重

点

与

难

点

教学重点：

细胞、细胞生物学的基本概念、细胞生物学的学科地位、细胞生物学

发展简史。教学难点：

细胞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以及细胞生物学在生命科学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在结构、功能、进化程度上的异同点（着重

遗传系统的比较）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1. 参与和体验：采用讲授式、谈论式、案例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组织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从而有效激励学生学习内动力的产生。

2.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技术增强课堂教学的德育效果，

推动课程思政同新媒体新技术的高度融合，增强吸引力和情感体验。超星

学习通等相关学习软件支持形式多样教学活动的开展互动讨论。

3.考核评价方案——形成性评价：通过学生参与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

行为学观察、网络学习效果、课后作业完成效果等进行评价、反馈。

教学

过程
教学内容提要 教学实施流程说明

时

间

课前准备

1. 编 写 教

案与导学

案

备课

备教材、备学情院情、根据

学情、院情和教材精选课堂

重点和思政元素融入点。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围绕学

生的学习，教学过程开展教学活

动。

按照德育元素“六进”的教学方

案，编写教学资料，主要包括教

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学案、

试题库、、视频等资料，上传至

网络教学平台

课

前

完

成

课中探究

2.课前反

馈

3.授课

组织教学与学情反馈

一、细胞学说与细胞生物学

科建立

1. 细胞的发现

学习通签到，通过提问了解学生

对细胞生物学课程学习所掌握

的基础知识情况。

以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相关或推

动细胞生物学发展的技术获得

的诺贝奖的介绍引入课程。重点

以 CRISP-Cas9 基因编辑技术

5′

35′



2. 细胞学说的建立

3. 经典细胞学时期的主要

进展

4. 实验细胞学时期的主要

进展

5. 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形成

与发展

二、细胞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

单位

2. 细胞的基本类型

3. 病毒及其与细胞的关系

发明获得诺贝尔奖的过程（思政

元素融入点：职业认同，每一项

基础研究都要现实和潜在的应

用前景）

以显微镜的发明与细胞的

发现导入案例一。首先观看案例

一的文字材料，了解列文虎克与

显微镜的研制的前世今生，明确

其历史意义，激发学生思考科学

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领悟科学

工作者具有持之以恒，精益求精

等优秀品质，以及研究工作要敢

于向权威质疑（融入思政元素：

精益求精、善于观察、坚持不懈

的科研精神）。

在介绍细胞基本类型部分，

在讲解古菌特点时，举例说明嗜

热古菌的研究发现 Taq 酶对细

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发展的

贡献（思政元素融入：每一项科

学研究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要做到坚持不懈，最终都会给人

类社发展做出贡献）。

在介绍三种细胞类型异同

点时，通过介绍青霉素和氯霉素

的抗菌特点，比较分析抗生素作

用细胞类群（思政元素融入：培

养学生积极探索和开拓创新精

神和善于发问及自主钻研的科

研精神，对待问题要学会问为什

30’



4. 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及值

得关注的研究

么，学会查阅资料了解机制）

在此部分介绍诱导干细胞

技术中引入案例二（思政元素融

入：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尊重

客观事实、严谨细致（做好规范

的实验记录）、实事求是，坚决

杜绝科研造假），讲解基因编辑

技术内容中引入案例三（价值取

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和科学规律

与操守，不追名逐利）

20’

课后作业

11. 巩 固

与拓展

12. 作 业

评价与反

思

知识巩固与能力拓展

学生利用智慧树网络课程进

行课后复习，通过课后作业

完成该章节内容检测并代入

下堂课所需知识，达到主动

预习效果，并设置开放性题

目，提高学生课外学习能力

提升。

教师反思

批改作业，进行打分与评价，

撰写教学反思。

教师线上线下辅导与答疑，

并及时检测课后任务，未完成的

同学及时督促。

通过教学课后总结，实现知识与

思政的内化，激发学生产生职业

认同感和自豪感，进一步提升思

想。

教师根据学生在课前、课堂和课

后各阶段的表现情况，总结好的

经验，反省不足，撰写反思，自

我改进与提高。

课

后

完

成



（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此案例的设计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为本课程其他生物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奠

定了基础，也适用于生物科学专业的其他主干课程如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

生物学的教学，具有良好的推广与运用价值。思政元素点的选择与专业知识内容

十分相符，学生在课堂上充满兴趣，既学到的专业知识，由无形中灌输了德育，

使得课程思政转化成了思政课程，起到非常好的教学预期。

1.通过讲解细胞学说创立和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强调了“坚持不懈、精

益求精的实干科研精神”为主的思政教育，将专业知识学习无缝对接德育教育，

实现了润物细无声。

2.课堂教学内容在教材中，仅有简单知识介绍，缺乏每一理论创新的背后故

事，不能产生情感共鸣，而将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背后故事和艰辛及对学科发

展与理论突破意义，易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内生出思辨、严谨和价值认同等品质。

3.从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及值得关注的研究介绍，突出科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

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过程艰辛，需要克服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和压力，

同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不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弄虚作假和违反伦理道德，以此

培养学生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价值取向。

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后巩固，将课程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德育目标有机融合，

并内化为行动，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满足高素质综合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达到“培根铸魂”目标。

四、课程思政建设特色与创新

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梳理到的课程思政元素点自然有机地结合到专业

知识中，做到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养成的统一。课程思政建设需从与本课程

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上、人才培养素养要求上寻找思政元素。比如，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喻指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迈好人生第

一步。引导学生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相向而行。其次，从学生自身发展的需

求出发，坚持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生自主获得的、自身

体验的思政教育才最有效、最持久。思政教育的方式要采取“滴灌式”、“浸润式”、

“体验式”等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输入，而不是“大水漫灌”。在专业理论知识教

授中以科学故事、理论创新发现悄然引入，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即增强学生对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

又通过内嵌式的课程思政点，起到科学素养的培养和正确价值追求的塑造。最后，

在效果评价上，要重过程、勿下定论，因为观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评价

以学生互评为主，教师的评价主要起到鼓励和正向引导的作用。


